


为突破和研制氢弹奠定了一些必要的基础 当

时研究工作的条件相 当不好
�

氢弹反应过程的

物理现象十分复杂
,

没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
,

研

究工作是很难进行的
�

但当时我国只有每秒一

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
,

能够分配给他们使用的

时间每星期只有十几个小时
�

就在这样困难的

条件 下
,

于敏依靠他扎实的物理学和数学基础
,

依靠他把复杂的物理问题进行分解和在诸多矛

盾中抓住主要矛盾的本领
,

也依靠科研集体的

共同努力
,

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
�

氢弹的物理

设计包括原理
、

材料和构形三个要素
�

认识和

掌握这三个要素的基础是核武器物理
�

后来的

实践证明
,

这一段的应用基础抓住了要点
,

发现

的现象和规律大都是正确的
、

重要的
,

对氢弹的

突破和研制起 了重要作用
�

在基础研究的同

时
,

他也不断探索设计氢弹的途径
,

解决了其中

某些基本问题
,

提出了一些有进一步发展可能

的技术途径并建立和初步研究了相应的模型
�

�� � � 年 �� 月 �� 日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

炸成功
�

这标志着我 国已经掌握 了设计制造原

子弹的科学技术
�

研制氢弹的任务更加紧迫

了
�

��� 年 � 月于敏和原子能所的部分同志

被调到核武器研究设计院 �九院�
,

于敏担任理

论部副主任
�

理论部在交出第一枚原子弹的物

理设计方案后
,

从 ��  � 年起在彭桓武副院长和

邓稼先主任等科学家的领导下就开始了氢弹研

究
,

进行了多路探索
�

理论部是一个学术民主
、

作风踏实
、

思想活跃
、

团结奋进的科研集体
�

他
们的探索对于敏的思想也有所启发

�

在理论部

于敏还了解
、

掌握了必要 的原子弹知识
�

但氢

弹毕竟是复杂系统
,

探索过程中
“

山穷水尽疑无

路
‘

是常事
�

�� �� 年 � 月 下旬
,

于敏带领一批同志到上

海利用华东计
。

算机研究所的 ���� 计算机对加

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设计
,

力求达到高威

力
�

那时
,

大家都还年轻
�

于敏也才 �� 岁
�

这

次与他一起出差的
,

大部分是刚出校门不 久的

年轻人
�

他们热情很高
,

干劲十足
,

但是不熟悉

氢弹的基本知识
,

也缺乏科研实践的锻炼
�

为

了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水平
,

于敏选择了几个

典型计算结果作了系统分析
,

结合理论作了系

列学术报告 �以后在突破其他类型核武器时
,

也

经常是这样做的�
�

那些年轻同志从纸带里看

不出来的东西
,

经过于敏一分析就变成了活的

知识
,

透过现象触及到 �事物的本质
,

一条条规

律被归纳出来了
�

就这样通过把基础理论与计
�

算机实验相结合
,

深化了对规律的认识
,

找到了

问题的关键
,

明确了充分进行热核反应的条

件
�

但
一

为了创造条件
,

只有利用核裂变能量才

行
�

女且何利用核裂变能
,

这又是一个高难度的物

理问题
�

于敏在这里显示了他作为理论物理学

家的深厚功力
、

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复杂问题进

行物理分解的研究经验
�

他将从裂变反应开始

的氢弹动作过程分成几个阶段
,

深刻分析了每

一阶段的本质特征
、

各个阶段的区别与联系
�

他全面分析了起作用的诸种物理因素
,

掌握了

它们量的界限
�

通过选用性能合适的材料和正

确的构形促进好 的因素的发展 同时抑制坏

因素
�

他一 面对问题进行物理分解
,

一 面陆续

报告讨论
�

根据讨论 中产生的新想法
,

又及时

提出新课题
,

大家再开展系统研究
�

如此紧张

热烈
,

日以继夜
,

不断提出问题
、

解决问题
,

终于

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物理现象和规律
,

形成了一

套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
,

实现了

氢弹的原理突破
�

对此于敏起了关键作用
,

作

出了重大贡献
�

接着
,

在邓稼先主任领导下
,

理

论部又反复研讨
,

集思广益
,

使方案更为完善
�

随后
,

通过理论
、

实验
、

技术设计和加工等各部

门同志的通力合作
,

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
�

终

于在 �� �� 年 �� 月 �� 日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

理试验
,

并于半年后爆炸了我国第一枚空投氢

弹
�

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突破
,

我 国只用了两

年多的时间
,

与其他国家相比
,

速度是最快的
�

在氢弹突破之后
,

我国进行了武器化和提

高武器性能的工作
,

又取得了多次重大进展和

突破
�

在这期间
,

直到 �� 年代中期
,

于敏是核

武器理论研究的主要负责人
,

主持和指导了大

多数核试验和核武器物理方案的预先研究
、

设

计和制定
�

在核装置武器化和提高性能的新的

突破中又做出了重大贡献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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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制定我国核武器发展的 长远规划中
,

于

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
�

在国防科工委领导 下
,

由于我国对核武器发展规划
、

目标选择和技术

途径的确定采取了积极又慎重的态度
,

使得在

实际发展中走的弯路 比较少
,

因而能用比美苏

少得多的核试验
,

少得多的经费
,

使设计技术达

到了相当高的水平
,

走出了一条有 自己特色的

发展核武器的道路
�

于敏十分重视核武器物理基础研究
,

提出

并指导了许多重要物理现象和规律的研究
,

指

导并亲自解决了核武器发展中大量关键性的理

论问题
�

在非平衡辐射流体力学
、

等离子体物

理
、

中子物理
、

爆轰物理
、

统计物理等核武器物

理所涉及的应用基础研究方面
,

都做出了重要

贡献
�

我国的核武器研制能够不断取得高效发

展的重要原因之一
,

就是在物理设计中
,

不但知

其然
,

而且力求做到知其所以然
�

对这种优良

学风的形成和发展
,

于敏起了重要作用
�

于敏有极强的判断能力
,

这不是凭空而来

的
�

他总是把复杂的过程进行物理分解
,

并且

逐一解决
�

这就使他对核武器物理设计的每个

环节
,

都有深刻的了解
�

他的强烈的事业心
、

高

度的责任感
,

使他时时刻刻都在对每一个环节

进行着思考
�

一旦发现可能影响成败的某个因

素
,

一定追根究底
,

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那怕是细

小的隐患
�

设计中的大部分问题力求通过细致

的实验室工作解决
,

对必须热试验考核的关键

问题
,

他总是通过反复计算与思考
,

使物理设计

做到既先进
,

又 留有恰当余量 于敏的责任心

是非常感人的
�

一旦任务在身
,

就寝不安席
,

食

不甘味
,

兢兢业业
,

弹精竭虑
�

于敏的讲课在研究所里受到普遍的欢迎
�

严谨的逻辑推理
,

一卜抓住实质的功力
,

清晰的

物理概念
,

独到的见解
,

以及准确的遣词造句
、

生动的表达方式
,

使他的讲课独有一种魅力
�

许多人说 �
“

听老于讲课是一种享受
” �

由于保

密的原因
,

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
�

这些著述
,

有许多就是根据他在研究所内的讲课稿整理而

成的
�

它们在指导核武器与高技术研究
,

在培

养干部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
�

� 卷 �期�总 � � 期�

于敏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榜样
�

他对实验

的 了解
,

常常使常年从事实验工作的同志叹

服
�

他根据核武器物理过程特点提出的测试意

见
,

对推动一些测试技术的发展
,

起了很大的作

用
�

于敏时刻注视着世界高科技的发展
�

他是

一些高科技项 目在我国发展的热心倡导者
、

开

拓者和重要组织者之一 他高瞻远瞩
,

敏锐地

发现并及时抓住科学技术新的生长点
�

�� 年

代初
,

他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

源上的重要意义
,

亲自讲课
,

并立即组织
、

指导

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
�

�� �� 年 �� 月 �� 日
,

他与王淦昌
、

王大瑜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

央领导
,

建议将惯性约束聚变列人我国高技术

发展计划
�

他们的建议已被采纳
�

从 �� 年代

末开始
,

他还在组织
、

指导 � 光激光研究上花

费了不少心血
�

于敏不但才华出众
,

而且品德高尚
�

他对

学问孜孜以求
,

对名利十分淡泊
�

他把对生活

上的要求降到了最低
,

对科学的未知领域的探

索却从未中止过
�

他严以律己
,

宽以待人
,

谦虚

谨慎
,

作风 民主
�

即使在
“

文化大革命
”

中也不

畏强暴
,

顶住了当时的少数军管会领导对理论

部的所谓
“

理论脱离实际
”

的无理指责
,

坚决不

同意他们对一次试验的物理方案的错误修改
�

在作具体工作的同志受到压力时
,

他主动承担

技术责任
�

这种始终坚持正确技术途径不为强

暴所屈
,

不为利害所移的精神
,

表现 了一个科学

家的骨气
,

是难能可贵的
�

为了国家的富强与

安全
,

他在一个保密性极强的工作岗位上
,

无私

奉献
,

数十年如一 日
,

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

秀品质
�

�� �� 年以后
,

于敏先后担任理论部副主

任
,

研究所副所长
、

所长
、

副院长
、

能源部核工业

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
、

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

技委副主任
�

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

学顾问
、

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名誉顾问
�

�� �� 年

恢复技术职称后任研究员
,

同年被选为中国科

学院学部委员 ��� �� 年改称院士�
�

为表彰他

的功绩
,

�� �� 年四川省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 �



光的波动学说的有序发展

王较过 季淑莉
�陕西师大物理系 西安 �� � � � ��

光的世界
,

五彩缤纷
�

人类对光的认识经

历了由现象到本质
、

由简单到复杂
、

由个别知识

积累到形成光学知识结构等一系列循序渐进
、

螺旋上升的过程
�

不同时代
,

光学形成不 同发

展时期和知识结构
,

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
,

光学

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和完善
,

人类对光的认识也

不断变化
�

本文对光的波动说的发生
、

发展和

完善作一初步讨论
�

一
、

萌 芽 时 期

�� 世纪中叶
,

已经发明并制造了望远镜
、

显微镜等光学仪器
,

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定律
,

光的独立传播定律
,

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
,

费马

原理等规律
,

人们已认识了光的几何性质
,

初步

建立 了几何光学知识的基本结构
�

与此同时
,

人们又发现了一些违背几何光学知识的现象
�

意大利格里马尔迪 ��
�

�
�

�� �� �� ��
,

公元 �� � 

一 �“�� 通过观察放在光束中小棍的影子发现

衍射现象和双光干涉
�

���� 年
,

丹麦科学家巴

塞林 �公元 �� �� 一 ����  发现光的双折射
,

这些

现象的发现在光学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
,

因为

用当时已有的几何光学知识解释这些现象遇到

极大困难
,

它迫使人们对光的行为和本性进行

新的认识
�

格里马尔迪为了解释衍射及双光干涉现

象
,

假定光是以极快速度传播
、

能够作波浪式动

作的流体
�

英国物理学家胡克 �� 。。� � � ��� �
,

公元 ��  !一 ����  主张光是一种振动
�

他指

出 � 在均匀媒质中
,

光的振动
“

在各个方向上都

以相等速度传播
,

于是发光体的每一脉冲和振

动都必须形成一个球面
,

这个球面将不断扩大
,

如同投石于水中后引起的越来越大的球状波一

样
� ”

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是波动说的创立者
,

他在 �� � � 年《论光》中明确指出 �
“

光同声音一

样
,

是以球面波传播的
�

这种波
,

同石子投在平

静的水面上所形成的波相似
� ”

他提出了惠更

斯原理
,

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惠更斯波动理论
�

惠更斯波动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反射折射及双折

射现象
,

解释干涉和衍射现象也获得了一定的

成功
�

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
,

惠更斯波动学说

有很大缺陷
�

在惠更斯时代
,

人们只知道纵波
,

惠更斯认为光也是一种纵波
,

因此这种理论不

能解释当时已发现的偏振现象
�

此外
,

由于

��
、

�� 世纪经典力学 已经建立并取得很大成

就
,

人们总想用经典力学的概念描述并解释光

学现象
,

因而光的波动学说没有被立即承认
,

一

百多年后
,

到 �� 世纪初
,

由于托马斯
·

扬 ���

� � �  � 公元 ��� �一 ���� �和菲涅耳 ��
�

��� �� �

公元 ��� �一 �� �� �等人的工作才使光的波动说

重新兴旺并向前发展
�

二
、

发 展 时 期

�� 世纪初期
,

是波动光学发展的辉煌时

期
�

首先
,

出现了杨氏的第一个光学研究
,

杨氏

提出
“

光波
”

一词
,

引人
“

波长
”

的概念
,

清楚的表

述了光波干涉
�

他还用波的叠加原理解释了薄

膜的颜色和 牛顿环
,

并做了著名的杨氏实验
�

杨氏根据实验结果
,

运用波的理论
,

首次计算了

光波波长
,

尽管测量结果误差较大
,

但确定无疑

的告诉人们光波的波长很短
�

法国工程师菲涅耳对创立光的波动理论做

出了巨大贡献
,

他认为自然界应遵守简单性和

�� �� 年核工业部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
,

全国总

工会授予他
“

五一
”

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

作者称号 �� � �� 年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

称号
�

由于他在核武器科学技术上的卓越贡

献
,

� ��� 年他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自然科学

一等奖
,

��� � 年以排名第一
、

� �� � 年以排名第

二
、

�� �� 年以排名第一三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

进步奖特等奖
�

���� 年获光华科技基金特等

奖
,

�� �� 年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
�

他是第六
、

七
、

八届全国政协委员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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